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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形体教学中古典舞神韵的融入路径与实践效果探究

宋靓靓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　要：随着社会审美观念的转变，高校形体教学逐渐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古典舞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神韵和韵味深受人们喜爱。本文旨在探讨高校形体教学中古典舞神韵的融入路径与实践效果。通过

对古典舞神韵的内涵分析，阐述了其在高校形体教学中的重要性。详细论述了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的具体路径，

包括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对未来高校形体教学中古典舞神韵的融入提出了展望，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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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校形体教学越来越受

到重视。形体教学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身体形态，

提高身体素质，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

古典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独特的神韵和魅力。

将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中，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

容，提高教学质量，还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此，

探究高校形体教学中古典舞神韵的融入路径与实践效果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古典舞神韵的内涵

1.1 古典舞的特点

古典舞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

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时期艺术

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和

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古典舞具有严谨的程式、规范的动作、

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内涵 [1]。

1.2 古典舞神韵的表现形式

古典舞神韵主要通过舞者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眼

神等方面来表现。舞者通过身体的舒展、扭转、起伏等动作，

表达出古典舞的优美、典雅、含蓄之美。面部表情和眼神

则能够传达出舞者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使观众更好地理解

舞蹈的内涵。

1.3 古典舞神韵的文化内涵

古典舞神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古典舞

的动作、姿态、韵律等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

儒家的 “中庸之道”、道家的 “自然无为”、佛家的 “禅

意” 等。古典舞神韵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念，

如 “以和为美”、“以柔为美”、“以意为美” 等。

2. 古典舞神韵在高校形体教学中的重要性

2.1 提升学生的形体素养

古典舞神韵要求舞者具备良好的身体形态、柔韧性、

协调性和节奏感。将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中，可

以通过训练学生的身体姿态、动作规范、舞蹈技巧等方面，

提升学生的形体素养。从舞者轻盈的步伐到舒展的肢体动

作，无不体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在高校形体教学中融入古

典舞神韵，学生通过模仿和学习这些动作，能够亲身感受

到身体在空间中的流动与造型之美，从而提高对美的感知

能力。例如，古典舞中的 “圆场步”，脚步轻盈流畅，身

体微微摇曳，给人一种优雅的视觉感受。学生在练习过程

中，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能体会到这种独特的

动态美。

2.2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古典舞神韵在高校形体教学中对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典舞的神韵还体现在其丰富的表情和情感表达上。

古典舞不仅仅是肢体的运动，更是内心世界的展现。舞者

通过面部表情、眼神等传达出各种情感，如喜悦、悲伤、

愤怒等。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和表达这些情感，能够

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体会到舞蹈的魅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

对情感美的认知 [2]。例如，在表演古典舞剧目时，学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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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腻的表情和眼神来诠释角色的内心世界，这对于提

高他们的审美表现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古典舞的音乐、

服装、舞台布景等方面也共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氛围。

古典舞的音乐通常悠扬婉转，富有诗意，能够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和情感共鸣。而精美的服装和舞台布景则为舞蹈增

添了视觉上的美感。在高校形体教学中，让学生接触这些

元素，能够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培养他们对综合艺术美

的欣赏能力。

2.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古典舞神韵在高校形体教学中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方面，古典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涵。通

过学习古典舞神韵，学生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念、

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例如，古典舞中的 “欲左先右”“欲

上先下” 等动作规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之美

和阴阳辩证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解这些

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古典舞神韵的传承也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创新发展。在当代社会，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地与现

代元素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高校形体教学中融

入古典舞神韵，可以鼓励学生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将古典舞与现代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相结合，

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这样既传承了古典舞神韵，

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 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的路径

3.1 教学内容的优化

在高校形体教学中，适当增加古典舞课程的比重，让

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训练古典舞。可以开设古典舞基

础课程、古典舞剧目课程、古典舞赏析课程等，满足不同

学生的需求。同时，在形体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融入古典

舞神韵元素。例如，在热身活动中，可以加入古典舞的基

本动作和韵律，让学生在活动身体的同时，感受古典舞的

魅力；在形体训练中，可以注重培养学生的身体姿态、柔

韧性、协调性和节奏感，让学生掌握古典舞的神韵；在舞

蹈组合和剧目排练中，可以选择具有古典舞神韵的作品，

让学生在表演中体会古典舞的内涵。

3.2 教学方法的创新

3.2.1 情境教学法

通过创设古典舞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古典舞

的神韵。例如，可以播放古典舞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在

欣赏的同时，想象自己置身于古典舞的场景中；可以组织

学生参观古典舞演出、博物馆等，让学生亲身感受古典舞

的魅力。

3.2.2 体验教学法

让学生亲身体验古典舞的神韵。例如，可以让学生穿

上古典舞的服装，学习古典舞的基本动作和韵律，让学生

在体验中感受古典舞的优美和典雅；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古

典舞的表演和比赛，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

和表现力。

3.2.3 合作学习法

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共同完成古典舞的学习和表

演任务。例如，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在小组中互

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评价，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团

队合作能力；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古典舞的集体创作和表演，

让学生在合作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3.3 师资队伍的建设

加强对形体教师的培训和进修，提高教师的古典舞专

业素养。可以组织教师参加古典舞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

让教师学习和掌握古典舞的最新理论和技术；可以邀请古

典舞专家来校讲学，让教师与专家进行交流和学习，提高

教师的教学水平。此外，引进专业的古典舞教师，充实高

校形体教学的师资队伍。专业的古典舞教师具有丰富的教

学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服务。

建立教师团队合作机制，让形体教师与古典舞教师共

同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通过团队合作，可以充分发挥教

师的专业优势，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4. 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的实践效果

4.1 学生形体素养的提升

在实践效果方面，学生的形体表现力得到极大提升。

通过学习古典舞的神韵，学生能更精准地把握身体的姿态、

节奏和力度，展现出优雅而富有感染力的动作。通过古典

舞神韵的融入，学生的身体形态、柔韧性、协调性和节奏

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3]。学生在学习和训练古典舞的过程中，

逐渐掌握了正确的身体姿态和动作规范，提高了自己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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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养。

4.2 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学生在欣赏和学习古典舞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古典舞

的优美、典雅、含蓄之美，培养了自己的审美能力和艺术

修养。学生通过对古典舞神韵的理解和体会，提高了自己

的审美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

4.3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古典舞神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其融入教

学能让学生了解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学生在学习古典舞

的过程中，了解和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古典舞神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通过学习古典舞，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是一种创新

的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教学内容的优化、

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等路径，可以将古典

舞神韵有效地融入高校形体教学中。实践证明，古典舞神

韵的融入可以提升学生的形体素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教学中，我们应该进

一步探索古典舞神韵融入高校形体教学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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